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核磁共振原理与实验方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核磁共振原理与实验方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7059894

10位ISBN编号：7307059894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武汉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高汉宾，张振芳  编著

页数：10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核磁共振原理与实验方法>>

内容概要

核磁共振（NMR）好似一棵长青树，枝繁果硕，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得5次诺贝尔奖。
    第1次，美国科学家Rabi发明了研究气态原子核磁性的共振方法，获l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    第2次，美国科学家Bloch（用感应法）和Purcell（用吸收法）各自独立地发现宏观核磁共振现象，因
此而获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    第3次，瑞士科学家Ernst因对NMR波谱方法、傅里叶变换、二维谱技术的杰出贡献，而获1991年诺
贝尔化学奖。
    第4次，瑞士核磁共振波谱学家Kurt Wüthrich，由于用多维NMR技术在测定溶液中蛋白质结构的三
维构象方面的开创性研究，而获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。
同获此奖的还有一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日本科学家。
    第5次，美国科学家Paul Lauterbur于1973年发明在静磁场中使用梯度场，能够获得磁共振信号的位置
，从而可以得到物体的二维图像；英国科学家Peter Mansfield进一步发展了使用梯度场的方法，指出磁
共振信号可以用数学方法精确描述，从而使磁共振成像技术成为可能，他发展的快速成像方法为医学
磁共振成像临床诊断打下了基础。
他俩因在磁共振成像技术方面的突破性成就，获2003年诺贝尔医学奖。
    另据统计，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技文章中，有关核磁共振方面的文章最多，排名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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